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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伊 冲 突 的 历 史 根 源

赵 伟 明

1 9 8 0 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差不多打了整整 8 年
,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伤亡人数最多
、

损

失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
。

两伊虽然实现了停火
,

但两伊冲突并没有因此解决
。

两伊冲突根深源

长
,

它既有历史的民族和文化的根源
,

又有现实的政治
、

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根源
.

各种因素互相

纠缠
、

互相影响
、

互相激化
,

但最根本的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
,

集中表现为领土冲突
,

尤其是

阿拉伯河边界冲突
。

两伊冲突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朝时代
。

波斯萨非朝定十叶派伊斯兰

教为国教
,

对阿拉伯一波斯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此后
,

两个民族不仅宗教离异
,

文化和 思想

发展也分道扬镰
。 .

表面上
,

波斯和奥斯曼的冲突打着十叶派与逊尼派斗争的旗号
,

实际上是双

方都想占有伊拉克这块富庶的战略要地
。

为此 目的
,

波斯和奥斯曼在伊拉克进行了长达数世纪

的拉锯战
。

经过长期战乱
,

1 6 1 2 年双方签订伊斯坦布尔协定
,

萨非朝占领的地方都划归波斯
。

阿巴斯

国王死后
,

波斯国势转衰
。

1 6 3 8 年奥斯曼发动反攻
,

夺取了巴格达
。

1 6 3 9 年双方缔结祖哈布条

约
,

根据当时现状
,

奥斯曼占有 巴格达
,

波斯占有埃里温
。

祖哈布条约对边界的划分含糊而不明

确
,

确定边界是根据居住在这两个帝 国之间边境地 区的部落归顺哪一方
,

该部落的土地就划归

哪一方
。

1 7 7 6 年卡利姆汗以奥斯曼人迫害波斯朝圣者为由
,

派兵攻占了阿拉伯河 口 的商业重镇巴

士拉
。

1 7 7 9 年卡利姆汗去世
,

波斯军队退 出巴士拉
。

1 8 2 1 年波斯以去麦加
、

卡尔巴拉和纳贾夫

的波斯朝圣者受到奥斯曼的侮辱
,

以及奥斯曼向波斯的几个臣属部落提供保护为由
,

趁奥斯曼

忙于镇压国内暴动之机
,

向奥斯曼开战
。

1 8 2 3 年
,

双方签订埃尔祖鲁姆条约
,

条约重 申了以前

诸条约规定的两国间模糊的边界
。

1 8 4 2一 1 8 4 3 年
,

因波斯十叶派朝圣者在奥斯曼受到虐待
,

双

方在苏来曼尼亚地区重开战端
。

英俄出面调停
,

经过长达 4 年的谈判
,

1 8 4 7 年 5 月 31 日各方

达成协议
,

签订第二个埃尔祖鲁姆条约
。

条约规定
,

波斯把祖哈布和苏莱曼尼亚割让给奥斯曼
,

奥斯曼承认波斯对穆罕马拉
、

阿巴丹和阿拉伯河东岸拥有主权
,

波斯在阿拉伯河有 自由航行的

权利
。

但是
,

条约所附的《备忘录 》中关于阿拉伯河主权问题却含糊其辞
,

只是声明
“

波斯无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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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借 口对阿拉伯河西岸地 区
,

或属于奥斯曼的东岸领土提出要求
。 ”¹ 意即奥斯曼不仅对整

条阿拉伯河
,

甚至对东岸领土也拥有主权
。

当波斯政府得知还有一个《备忘录》时
,

声明波斯政

府没有授权其代表在《备忘录》上签字
,

宣布条约无效
。

以后
,

《备忘录》一直是双方争执的一个

焦
』

点
。

19 11 年两 国签署德黑兰协议
,

双方 同意成立一个边界委员会
,

在第二个埃 尔祖鲁姆条约

的基础上解决两国的边界争端
。

19 13 年波
、

奥
、

英
、

俄 4 国签订了君士坦丁堡协议
,

协议详细描

述了 18 47 年及以后一些条约
、

协议所确立的边界
。

在阿拉伯河地区
,

规定除某些指定区域外
,

整条河直到东岸浅水线归奥斯曼所有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
,

伊拉克继承了奥斯曼与波斯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

条约和协议
。

这种历史遗留是伊拉克与波斯关系继续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 .

伊拉克希望保持

伊拉克一波斯边界的现状
,

而波斯则力图改变这种现状
。

1 9 21 年 8 月 23 日
,

伊拉克王国在英国的控制下作为一个半独立的国家出现了
。

但是由于

历史上的纠葛
,

波斯直到 19 29 年 5 月才正式承认伊拉克
。

因此可以说
,

从伊拉克诞生之 日起
,

伊拉克一波斯关系即笼罩着不和睦的阴影
。

阿拉伯河边界间题曾经是波斯与奥斯曼之间冲突的一个焦点
,

现代伊拉克诞生以后
,

它又

继续成为波斯一伊拉克关系中流血的伤口
。

伊拉克与波斯在阿拉伯河边界问题上的争端是双方边界争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

这是 由

阿拉伯河重要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决定的
。

阿拉伯河 由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汇合而成
,

全长约 20 4 公里
,

靠近海湾的 102 公里形成伊拉克与波斯的边界
。

阿拉伯河流域石油蕴藏量丰

富
,

是伊拉克与波斯的重要产油区
。

阿拉伯河及其周 围地区对伊拉克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

阿拉伯河是伊拉克的唯一

出海 口
,

距阿拉伯河 口约 120 公里处的巴士拉是伊拉克最重要的贸易港 口
。

伊拉克主要的原油

输出管线常常紧贴阿拉伯河岸敷设
。

阿拉伯河 口 附近的法奥是伊拉克的主要石油基地
。

地理

条件决定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内
,

阿拉伯河为伊拉克的主要经济动脉
。

阿拉伯河对于波斯也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

阿拉伯河畔的霍拉姆沙赫尔数十年来一直是

波斯最重要的港 口
,

同时也是横贯波斯的铁路系统的南方起点站
。

阿拉伯河这种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
,

使伊拉克和波斯在阿拉伯河边界争端上互不相让
。

由伊拉克独享还是与波斯分享阿拉伯河主权
,

是两国阿拉伯河边界争端的关键
。

19 32年 4 月伊拉克国王和首相先后访间波斯时
,

波斯提 出按主航道中心线来划定阿拉伯

河边界
,

遭到拒绝后
,

边境发生冲突
。 19 34 年底

,

双方将此争端上诉国联
。 19 35 年意大利入侵

埃塞俄比亚震动了整个海湾地 区
,

促使两国消除分歧
,

共同对付外来威胁
。

第二年两国撤回了

各 自的上诉
,

恢复了直接谈判
。 19 3 7 年两国签订德黑兰条约

,

条约重申 19 13 年君士坦丁堡协

议为划定两国边界的基础
,

并规定阿拉伯河边界除阿巴丹附近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定外
,

其余部

分仍依 19 13 年君士坦丁堡协议划定
。

这样
,

伊朗º 就从伊拉克那里获得一块长约 4 英里的锚

¹ 这是英俄的险恶用心
,

英俄企图保留波斯与奥斯曼之间的矛盾
,

为以后干涉两 国内政留下伏笔
。

º 19 35年波斯政府决定将国名改为伊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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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后来
,

伊拉克抱怨伊朗利用其国内局势的不稳定
,

迫使它作出让步
。

¹ 因此
,

伊拉克政府虽

然批准了这一条约
,

伊拉克国内对这一条约却普遍持反对态度
。

19 58 年伊拉克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
,

大力推进阿拉伯民族主义
,

与波斯争夺海湾领导

地位
,

这样就在两国的旧矛盾上又增添了新的矛盾
,

即共和制与君主制
、

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波

斯民族主义之 间的矛盾
。 19 5 8 年 10 月底

,

伊朗照会伊拉克政府
,

声称如果伊拉克 n 月 6 日前

不任命勘界特别委员会的代表
,

伊朗将
“

保留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必要措施的全部权利
” 。

伊拉

克认为伊朗坚持立即解决边界争端和加剧边境冲突是对伊拉克革命政权的挑衅
。

从此边境冲

突频繁
,

两国关系更加紧张
。

伊朗在阿拉伯河畔修建胡斯洛港引起伊拉克的强烈抗议
,

伊拉克

认为新港位于伊拉克领土
,

伊朗的行为是非法的
。

伊拉克必要时将收 回根据 19 37 年条约划给

伊朗的阿 巴丹附近约 5 平方公里的水域
。

而伊朗则宣布主航道中心线的原则是勘定阿拉伯河

边界的唯一原则
。 19 6 3 年双方就阿拉伯河中的石油资源发生争执

。 5 月 1 日
,

伊拉克外交部照

会伊朗政府
,

申明伊朗授权 国际石油公司经营的阿拉伯河 中的石油资源大部分位于伊拉克水

域
。

19 6 9 年 4 月 15 日
,

伊拉克外交部照会伊朗大使
,

伊拉克政府认为阿拉伯河是伊拉克领土

的一部分
,

伊拉克政府要求进入阿拉伯河的伊朗船 只停止悬挂伊朗国旗
,

不乘载军事人员
,

否

则的话
,

伊拉克政府将不允许任何驶往伊朗港 口的船只进入阿拉伯河
。

伊朗认为伊拉克的这个

照会是对伊朗民族权利的侵犯
。

4 天以后
,

伊朗宣布废除 19 3 7 年条约
。

在 19 6 9 年的阿拉伯河危机中
,

双方就 19 37 年条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出各 自的理由和

法律依据
,

各执一词
,

互不相让
。

其实
,

伊朗宣布废除 19 37 年条约并非基于这些理 由和法律条

款
,

而是基于 60 年代伊朗的实力超过了伊拉克这一事实
。

19 6 9 年阿拉伯河危机开始了两国间的冷战
,

双方在边境集结军队
,

边境磨擦不断发生
。

从 19 6 9 年 4 月到 19 7 3 年 4 月
,

沙特
、

科威特
、

约旦
、

土耳其和苏联曾出面调停两伊冲突
,

但均无效
,

一方面是由于两伊阿拉伯河争端在法律上和操作上的复杂性
,

另一方面是难以将阿

拉伯河边界争端与两伊间的其他争端分开来处理
。

19 74 年 2 月 12 日
,

伊拉克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

解决两伊争端
。 2 月 28 日

,

安

理会通过一项决议
,

指派特别代表去调停两伊争端
, 3 月 7 日双方达成一项边界停火协议

。

19 7 5 年 3 月
,

欧佩克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期间
,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极力斡旋
,

促使伊

朗国王巴列维和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
·

侯赛因达成和解
,

3 月 6 日双方签订阿尔及尔协定
。

伊

拉克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定阿拉伯河边界
,

而伊朗则允诺停止支持反政府的伊拉克库尔德

游击队
。

伊拉克之所以肯作出重大让步
,

主要是 由于自己在库尔德战争中陷入困境
,

在面临国

家分裂
、

领土完整和统一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以阿拉伯河一半的主权为代价
,

换取伊朗停止

对库尔德起义的支持
。

阿尔及尔协定签订以后
,

两伊关系趋于缓和
。

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利益分歧
。

这种利益

的同或异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合作或冲突
。

当两国在欧佩克油价问题上进行合作时
,

却在海湾安

全体系问题上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
。

(下转第 106 页 )

¹ 19 36年
,

巴克尔
·

西德墓将军发动政变
,

国内的混乱局面削弱了伊拉克的谈判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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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冯文从头至尾都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欲
。

批判欲过于强烈
,

作者就有可能脱离求真
、

求

实的学术立场
,

而走上非学术的道路
。

这一点
,

在冯秀文同志文章最后一段对我的批评是最明

显不过 了
。

我们的文章所讨论的是墨西哥独立之后的政治现代化问题
,

属于墨西哥政治 史范

畴
,

即使笔者水平太低
,

看法很不妥当
,

也不过是学术问题
,

断不至于发生
“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

变迁 中迷 失方向
”

的问题
。

可是
,

冯秀文同志在对我进行了一系列批评之后
,

却警告我有
“

迷失

方 向
”

的危险
,

似乎只要我继续坚持论文的立场
,

肯定墨西哥的政治现代化走的不是
“

西化
”

的

道路
,

而是墨西哥 民族 自己的道路
.

就是
“

放 弃
”

了
“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

立场和方法
” ,

就
“

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中迷失方向
” 。

显然
,

这种批评 已经超 出了学术的范围
; 他不是像文

章的题 目所表 白的那样想要就
“

墨西哥政治现代化道路研究
”

问题发表 自己的学术见解
,

而是

明显地追求一种非学术的 目的了
。

我国 史学界对拉丁美洲史的研究
,

尽管 已有 30 余年的历史
,

但由于历 史的原因
,

还只能算

是起步阶段
,

不但底子薄
,

力量也很有限
,

很需要 史学界同人精诚 合作
,

相互促进
; 多一点求实

精神
,

少一点好胜斗勇
; 多一点切磋

.

少一点批判 ; 多一点
“

论从史出
” ,

少一点
“

史从论出
” ; 多一

点学术追求
,

少一点非学术 目的
。

总之
,

需要创造一种更好的
、

更有助于学术繁荣的宽松环境
。

我这篇文章虽是为自我辩护而写
,

但最终的 目的和心愿仅在于此
。

〔本文作者 曾昭耀
,

现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 究所研究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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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8 年
,

伊拉克应伊朗的要求
,

驱逐 了流亡伊拉克达 14 年之久的伊朗十叶派宗教领袖霍

梅尼
,

这一事件给两伊关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

1 9 7 8 年底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结束了两伊

自阿尔及尔协定以来的缓和时期
,

开始了一个新的冲突阶段
。

伊斯兰共和国的诞生将一种新的

意识形态冲突引入两伊关系
。

霍梅尼坚信伊斯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先驱
,

极力主张向全世界输

出伊斯兰革命
,

引起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朗的伊斯兰世界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
,

而这

种对立后面隐藏着一种更大的冲突
,

即一种要领导阿拉伯世 界的政策与一种要领导包括阿拉

伯世界在内的伊斯兰世界的政策之间的冲突
。

两国间爆发了一场互相攻评的宣传战
,

宣传战的

神续升级很快转化为阶段性的边界军事冲突
。

当伊拉克感到双方实力对 比已经朝有利于 自己

方面变化时
,

便于 1 9 8 0 年 9 月 17 日宣布废除阿尔及尔协定
,

由伊拉克独享阿拉伯河主权
。

边

界军事冲突进一步徽化
,

5 天后
,

两伊战争全面爆发
。

〔本文作者赵伟明
,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


